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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福建省顺昌县的闽粤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天然林为研究对象，根据林隙

面积（Ａ）划定 ４ 个等级（Ａ＜５０ ｍ２、５０ ｍ２≤Ａ＜１００ ｍ２、１００ ｍ２≤Ａ＜１５０ ｍ２ 和 １５０ ｍ２≤Ａ＜２００ ｍ２）的样地，并以非林

隙样地为对照，对林隙和非林隙的乔木层、灌木层和灌草层中的物种分布、组成及生长状况进行调查和统计；在此

基础上，对林隙和非林隙中主要物种的数量特征和更新响应规律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闽粤栲天然林林隙和

非林隙的乔木层分别有 ５４ 和 ３５ 种植物，共有种 ２８ 种；灌木层分别有 ６１ 和 ３７ 种植物，共有种 ２９ 种；灌草层分别有

７２ 和 ４９ 种植物，共有种 ３７ 种。 从乔木层和灌木层各种类的重要值及灌草层各种类的密度看，林隙和非林隙中的

优势种类均为闽粤栲和木荷（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Ｇａｒｄｎ． ｅｔ Ｃｈａｍｐ．）等，且林隙和非林隙间各优势种类的重要值差异不

明显，其中，闽粤栲的重要值和密度均位居第一。 从林隙和非林隙间各优势种类的重要值差值看，林隙的主要优势

种类（如闽粤栲和木荷等）对林隙更新响应不明显，而其他种类对林隙则有强烈或中等的正、负更新响应，且在不同

林层间有差异。 从平均更新密度看，林隙面积对各优势树种的更新有一定影响，其中，林隙面积在 １５０～ ２００ ｍ２ 时

闽粤栲和丝栗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的平均更新密度最大，林隙面积在 １００ ～ １５０ ｍ２ 时米槠〔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Ｈｅｍｓｌ．） Ｈａｙ．〕、木荷、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Ｔｈｕｎｂ．） Ｏｅｒｓｔ．〕和黄毛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ｈｒｙｓｏｔｒｉｃｈａ Ｈ． Ｗ．
Ｌｉ）的平均更新密度最大，但在不同面积林隙间各树种的平均更新密度无显著差异（Ｐ＝ ０ ８６７）。 研究结果说明：在
闽粤栲天然林中，对林隙更新响应不明显的种类较易成为林分的优势种或建群种，但林隙面积对树种的更新密度

没有明显影响；从林隙到林冠的发育过程中，闽粤栲始终处于该林分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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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森林更新受多种因子的影响，与人为干扰、郁闭

度、枯落物盖度及林龄等因子均有一定的关系［１－２］。
林隙（ｇａｐ）是森林更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可促

进森林生态系统的更新，并能维持生态系统群落的稳

定性［３］。 林隙的形成改变了林隙内的生态环境，使
其不同于周围林冠下的生态环境；树种的差异导致对

林隙的占据和利用情况各有不同，因而使林隙内外树

种的更新格局发生变化［４］；林隙作为幼苗存活和更

新的有效场所，具有保存森林物种多样性和推动森林

更新的重要作用［５］，其中，混交林林隙较纯林林隙更

有利于林分更新和树木生长［６］。 目前，林隙动态研

究已成为森林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外学者已

进行了一系列研究［７－１３］。
闽粤栲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 （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又名黧蒴锥，是福建省天然阔叶林的

主要树种之一，由于其成材时常存在腐朽空心现象，
导致该树种的利用价值不高而被作为杂木清除或其

林分被人为改造，使闽粤栲的自然资源日益缩减。 目

前，围绕闽粤栲天然林种群空间结构、分布格局、林隙

特征和物种多样性等方面已经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工

作［１４－１７］，但有关闽粤栲林隙的更新机制尚不明确。
为此，作者以福建省顺昌县闽粤栲天然林为研究对

象，对其林隙更新规律与数量特征进行调查，并分析

森林演替过程中林隙的作用，以促进人们对闽粤栲天

然林的了解与认识，为闽北天然林的经营与保护提供

基础资料。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供调查的闽粤栲天然林分别位于福建省顺昌县

曲村和高阳 ２ 个国有林业采育场，林分类型均为阔叶

纯林。 顺昌县为福建省重要集体林区之一，地理坐标

为东经 １１７°２９′ ～ １１８°１４′、北纬 ２６°３８′ ～ ２７°１２′；属中

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均温 １９ １ ℃，年均降水量

１ ７３８ ｍｍ，无霜期 ３０５ ｄ。
１ ２　 调查方法

在对调查区内闽粤栲天然林进行全面踏查的基

础上，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选择其中林分类型和立地条件

相似的 ３ 块样地，各样地的基本概况见表 １。 在样地

内随机布置起点，以罗盘仪引导方向，往南布设调查

样线［１８］，样线全长 ２ １８０ ｍ，对样线上的 ２８ 个林隙进

行调查。 记录每个冠林隙和扩展林隙的形状、林龄、
长轴和短轴，调查形成木和边缘木的种类、数量、直径

和树高等指标。
参考文献［１９］，按扩展林隙面积（Ａ），以 ５０ ｍ２

为 １ 个等级，采用上限排外法将林隙划分为 ４ 个等

级，分别为Ⅰ级（Ａ＜ ５０ ｍ２）、Ⅱ级（５０ ｍ２ ≤Ａ＜１００
ｍ２）、Ⅲ级（１００ ｍ２≤Ａ＜１５０ ｍ２）和Ⅳ级（１５０ ｍ２≤Ａ＜
２００ ｍ２），各等级均调查 ３ 个林隙，共计 １２ 个林隙；在
每个林隙区内的四周和中心均划定 １ 个面积 ４ ｍ×
４ ｍ的小样方。 为便于比较，在距离被调查林隙区外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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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福建省闽粤栲天然林样地的基本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样地１）

Ｐｌｏｔ１）
坡度 ／ （ °）

Ｓｌｏｐｅ
坡向 ／ （ °） ２）

Ａｓｐｅｃｔ２）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面积 ／ ｈｍ２

Ａｒｅａ
林龄 ／ ａ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ｅ

郁闭度
Ｃａｎｏｐ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平均胸径 ／ ｃ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平均株高 ／ 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ＱＣ ２６ ４６ ７２ ４６０ ３ ４０ ５７ ０ ７ １９ ３ １６ ６
ＧＹ１ ３０ １３３ ９６ ４６０ ６ １３ ６６ ０ ９ ２６ ５ １６ ３
ＧＹ２ ３０ ４３ ２６ ５００ ２ ８７ ５３ ０ ７ ２５ １ １５ ４

　 １）ＱＣ： 曲村林业采育场 Ｑｕｃｕ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ａｒｍ； ＧＹ１，ＧＹ２： 高阳林业采育场 Ｇａｏｙａ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ａｒｍ．
　 ２）坡向是以正北方向为 ０°，按顺时针方向折算获得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ｓ ０°．

约 １０ ｍ 处随机划定 ５ 个面积 ４ ｍ×４ ｍ 的样方，即为

非林隙区。
按林隙区和非林隙区内植物的株高（Ｈ）划分为

乔木层（Ｈ≥３ ｍ）、灌木层（１ ｍ≤Ｈ＜３ ｍ）和灌草层

（Ｈ＜ １ ｍ）。 记载乔木层植物的种类、胸径 （ＤＢＨ）
（ＤＢＨ＜５ ｃｍ 的植株则测量地径）和树高，灌木层植物

的种类、地径、树高和冠幅，灌草层植物的种类、株数

和高度。
１ ３　 数据处理和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计算，并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林隙和非林隙中乔木层和灌木层各种类的相对

多度（ＲＡ）、相对频度（ＲＦ）、相对显著度（ＲＤ）和重要

值（ ＩＶ）分别按照公式“ＲＡ ＝ （ ｎ ／ Ｎ） ×１００％”、“ＲＦ ＝
（ ｆ ／ Ｆ）×１００％”、“ＲＤ ＝ （ ｐ ／ Ｐ） ×１００％”和“ ＩＶ ＝ （ＲＡ＋
ＲＦ＋ＲＤ） ／ ３”进行计算。 式中，ｎ 为某种类的株数，Ｎ
为全部种类的总株数； ｆ 为某种类的频度，Ｆ 为全部

种类的总频度； ｐ 为某种类的盖度（显著度），Ｐ 为全

部种类的总盖度（总显著度），其中，乔木层显著度根

据胸高断面积计算，灌木层显著度根据冠幅计算。
统计和测量林隙和非林隙中灌草层种类的密度

和平均高度，其中，密度为单位面积内某种类的株数，
平均高度为调查范围内某种类高度的平均值。 平均

更新密度为单位面积灌木层和灌草层中某乔木层优

势种类的株数。
根据参考文献［２０］分别将同一种类在林隙中的

重要值位序（Ｏｇ）和非林隙中的重要值位序（Ｏｎｇ）进

行排列，在林隙中的重要值位序先于非林隙的种类

（Ｏｇ－Ｏｎｇ＜０）称为对林隙产生正更新响应的种类，反
之则称为对林隙产生负更新响应的种类（Ｏｇ －Ｏｎｇ ＞
０）；不同种类对林隙发育具有不同程度的更新响应，
重要值位序差值小于 ５（ ｜Ｏｇ－Ｏｎｇ ｜ ＜５）则表示该种类

对林隙更新响应不明显，重要值位序差值介于 ５ ～ １０
（５≤｜ Ｏｇ －Ｏｎｇ ｜ ≤１０）则表示该种类对林隙更新响应

中等，重要值位序差值大于 １０（ ｜Ｏｇ－Ｏｎｇ ｜ ＞１０）则表示

该种类对林隙更新响应强烈。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林隙和非林隙中乔木层主要树种的数量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福建省闽粤栲天然林林隙和非林

隙的乔木层分别有 ５４ 和 ３５ 种植物，共同出现在林隙

和非林隙的乔木层植物有 ２８ 种，其中，在林隙和非林

隙中重要值居前 ２０ 位的树种数量特征见表 ２。
由表 ２ 可以看出：闽粤栲天然林林隙乔木层中主

要优 势 树 种 有 闽 粤 栲、 米 槠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Ｈｅｍｓｌ．） Ｈａｙ．〕、 木 荷 （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Ｇａｒｄｎ． ｅｔ
Ｃｈａｍｐ．）、 青 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 Ｔｈｕｎｂ．）
Ｏｅｒｓｔ．〕和黄毛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ｈｒｙｓｏｔｒｉｃｈａ Ｈ． Ｗ． Ｌｉ）
等；非林隙乔木层中主要优势树种有闽粤栲、木荷、青
冈、米槠和丝栗栲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等。
此外， 仅 在 林 隙 乔 木 层 出 现 的 树 种 有 钩 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Ｈａｎｃｅ ）、 绒 毛 润 楠 （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ｖｅｌｕｔｉｎａ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大 叶 樟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 （Ｎｅｅｓ ｅｔ Ｔ． Ｎｅｅｓ） Ｂｌｕｍｅ〕、细枝柃（Ｅｕｒｙａ
ｌｏｑｕａｉａｎａ Ｄｕｎｎ ） 和 鹿 角 锥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ｌａｍｏｎｔｉｉ
Ｈａｎｃｅ）５ 种；仅在非林隙乔木层出现的树种只有罗浮

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ｂｅｒｉ Ｈａｎｃｅ）１ 种。
从林隙和非林隙的乔木层各树种的重要值位序

差值看（表 ２）：对林隙更新响应不明显的树种有闽粤

栲、米槠、木荷、青冈、丝栗栲、光叶石楠 〔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ｇｌａｂｒａ （ Ｔｈｕｎｂ．） Ｍａｘｉｍ．〕、 中 华 杜 英 〔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Ｇａｒｄｎ． ｅｔ Ｃｈａｎｐ．） Ｈｏｏｋ． ｆ． ｅｘ Ｂｅｎｔｈ．〕、南岭

栲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ｏｒｄｉｉ Ｈａｎｃｅ ）、 赤 楠 （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Ｈｏｏｋ． ｅｔ Ａｒｎ．）和狗骨柴〔Ｄｉｐｌｏｓｐｏｒａ ｄｕｂｉａ
（Ｌｉｎｄｌ．） Ｍａｓａｍ．〕１０ 种。 对林隙有中等正更新响应

的树种只有花榈木（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Ｐｒａｉｎ）１ 种；对林

隙有中等负更新响应的树种有山黄皮 （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４９



第 ３ 期 郑德祥， 等： 闽北闽粤栲天然林林隙物种数量特征及更新规律分析

ｅｘｃａｖａｔａ Ｂｕｒｍ． ｆ．）、油桐〔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ｆｏｒｄｉｉ （Ｈｅｍｓｌ．） Ａｉｒｙ
Ｓｈａｗ〕 和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 Ｌｉｎｎ．） Ｐｒｅｓｌ〕
３ 种。 对林隙有强烈正更新响应的树种有黄毛润楠

和石栎〔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ｌａｂｅｒ （Ｔｈｕｎｂ．） Ｎａｋａｉ〕２ 种；对林

隙有强烈负更新响应的树种有檫树〔Ｓａｓｓａｆｒａｓ ｔｚｕｍｕ

（ Ｈｅｍｓｌ．） Ｈｅｍｓｌ．〕、 少 叶 黄 杞 （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ｆｅｎｚｌｉｉ
Ｍｅｒｒ．）、弯蒴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ｅｎｒｙｉ Ｈａｎｃｅ）、肉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ｓｓｉａ Ｐｒｅｓｌ）和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ｉｎｎ．）５ 种。

表 ２　 福建省闽粤栲天然林林隙和非林隙乔木层主要树种的数量特征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ｇａｐ ａｎｄ ｎｏｎ⁃ｇａｐ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Ａ ／ ％ ＲＦ ／ ％ ＲＤ ／ ％ ＩＶ ／ ％

林隙
Ｇａｐ

非林隙
Ｎｏｎ⁃ｇａｐ

林隙
Ｇａｐ

非林隙
Ｎｏｎ⁃ｇａｐ

林隙
Ｇａｐ

非林隙
Ｎｏｎ⁃ｇａｐ

林隙
Ｇａｐ

非林隙
Ｎｏｎ⁃ｇａｐ

Ｏｇ Ｏｎｇ Ｏｇ－Ｏｎｇ

闽粤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 ３８ ６４ ５１ ３２ １６ ９０ ２４ １１ ５２ ４９ ６５ ３４ ３６ ０１ ４６ ９２ １ １ ０
米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７ ９６ ４ ４６ ７ ２４ ５ ８０ ９ ３０ ９ ５７ ８ １７ ６ ６１ ２ ４ －２
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７ ６７ １２ ２１ ７ ９３ １２ ５０ ６ ９８ ５ ８６ ７ ５３ １０ １９ ３ ２ １
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５ １６ ７ ２６ ７ ２４ ８ ９３ ２ ３３ ８ ３６ ４ ９１ ８ １８ ４ ３ １
黄毛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ｈｒｙｓｏｔｒｉｃｈａ ３ ６９ ０ ６６ ４ ８３ １ ７９ ４ ３３ ０ ０９ ４ ２８ ０ ８４ ５ １７ －１２
丝栗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３ ６９ ４ ７９ ６ ２１ ７ １４ ２ ４１ ２ ３０ ４ １０ ４ ７４ ６ ５ １
花榈木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２ ６５ １ １６ ３ ７９ ２ ２３ ５ ０８ ０ １５ ３ ８４ １ １８ ７ １４ －７
光叶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ｇｌａｂｒａ ４ ７２ １ ４９ ４ ４８ ３ １３ １ ３５ ０ ５１ ３ ５２ １ ７１ ８ ７ １
中华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 ７２ ２ ４８ ４ １４ ３ １３ １ ３１ ０ ５６ ３ ３９ ２ ０５ ９ ６ ３
南岭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ｏｒｄｉｉ ２ ２１ １ ４９ ３ １０ ２ ２３ １ ２２ ０ ３２ ２ １８ １ ３５ １０ １１ －１
赤楠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２ ３６ ０ ９９ ３ １０ ２ ６８ ０ ９０ ０ １０ ２ １２ １ ２６ １１ １２ －１
钩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１ ３３ — ２ ０７ — ２ ５８ — １ ９９ — １２ — —
绒毛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ｖｅｌｕｔｉｎａ １ ０３ — ２ ０７ — ０ １８ — １ ０９ — １３ — —
大叶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 ０ ７４ — １ ３８ — １ １０ — １ ０７ — １４ — —
山黄皮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ｅｘｃａｖａｔａ ０ ８８ １ ４９ ２ ０７ ３ １３ ０ １２ ０ ２０ １ ０２ １ ６０ １５ ８ ７
油桐 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ｆｏｒｄｉｉ ０ ７４ ０ ８３ １ ３８ １ ７９ ０ ８１ １ ８２ ０ ９７ １ ４８ １６ １０ ６
细枝柃 Ｅｕｒｙａ ｌｏｑｕａｉａｎａ ０ ４４ — ０ ６９ — １ ３９ — ０ ８４ — １７ — —
鹿角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ｌａｍｏｎｔｉｉ ０ ８８ — １ ３８ — ０ ０６ — ０ ７８ — １８ — —
石栎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ｌａｂｅｒ １ ０３ ０ １７ １ ０３ ０ ４５ ０ １４ ０ ０１ ０ ７３ ０ ２１ １９ ３２ －１３
狗骨柴 Ｄｉｐｌｏｓｐｏｒａ ｄｕｂｉａ ０ ５９ ０ ３３ １ ３８ ０ ８９ ０ １６ ０ ０６ ０ ７１ ０ ４３ ２０ ２３ －３
少叶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ｆｅｎｚｌｉｉ ０ ２９ １ １６ ０ ６９ ２ ２３ ０ ０３ １ １２ ０ ３４ １ ５０ ３５ ９ ２６
檫树 Ｓａｓｓａｆｒａｓ ｔｚｕｍｕ ０ ２９ ０ ８３ ０ ６９ ２ ２３ ０ ６６ ０ ６８ ０ ５５ １ ２５ ２４ １３ １１
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０ ５９ １ １６ ０ ６９ １ ３４ ０ ３４ ０ ７０ ０ ５４ １ ０６ ２５ １５ １０
弯蒴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ｅｎｒｙｉ ０ １５ ０ ９９ ０ ３４ １ ７９ ０ ０３ ０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９８ ４８ １６ ３２
肉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ｓｓｉａ ０ １５ ０ ６６ ０ ３４ １ ７９ ０ ０１ ０ ０６ ０ １７ ０ ８４ ５２ １８ ３４
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０ １５ ０ ６６ ０ ３４ １ ７９ ０ ００ ０ ０５ ０ １７ ０ ８３ ５４ １９ ３５
罗浮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ｂｅｒｉ — ０ ３３ — ０ ８９ — ０ ５０ — ０ ５７ — ２０ —

　 １）ＲＡ： 相对多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ＲＦ： 相对频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Ｄ： 相对显著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Ｖ：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ｇ： 林隙
中的重要值位序 Ｒａｎｋ ｏｆ ＩＶ ｉｎ ｇａｐ； Ｏｎｇ： 非林隙中的重要值位序 Ｒａｎｋ ｏｆ ＩＶ ｉｎ ｎｏｎ⁃ｇａｐ． —： 不存在该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２ ２　 林隙和非林隙中灌木层主要种类的数量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福建省闽粤栲天然林林隙和非林

隙的灌木层分别有 ６１ 和 ３７ 种植物，共同出现在林隙

和非林隙的灌木层植物有 ２９ 种，其中，在林隙和非林

隙中重要值居前 ２０ 位的植物数量特征见表 ３。
由表 ３ 可以看出：闽粤栲天然林林隙灌木层中主

要优势种类有闽粤栲、黄毛润楠、山茶、丝栗栲和花榈

木等；非林隙灌木层中主要优势种类有闽粤栲、米槠、

木荷、山茶和花榈木等。 此外，仅在林隙灌木层出现

的种类有山矾（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ｕｍｕｎｔｉａ Ｂｕｃｈ．⁃Ｈａｍ． ｅｘ Ｄ．
Ｄｏｎ）、尖叶水丝梨（ Ｓｙｃｏｐｓｉｓ ｄｕｎｎｉｉ Ｈｅｍｓｌ．）、重阳木

〔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 （ Ｌéｖｌ．） Ａｉｒｙ Ｓｈａｗ 〕、 野 含 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ｓｋｉｎｎｅｒｉａｎａ Ｄｕｎｎ）和竹柏〔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ａｇｉ
（Ｔｈｕｎｂ．） Ｚｏｌｌ． ｅｔ Ｍｏｒ ｅｘ Ｚｏｌｌ．〕５ 种；仅在非林隙灌木

层出现的种类只有罗浮栲 １ 种。
从林隙和非林隙的灌木层中各种类的重要值位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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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差值看（表 ３）：对林隙更新响应不明显的种类有闽

粤栲、山茶、花榈木、木荷和赤楠 ５ 种。 对林隙有中等

正更新响应的种类只有黄毛润楠 １ 种；对林隙有中等

负更新响应的种类有米槠、山黄皮、青冈、沿海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Ｌｉｎｄｌ．）、少叶黄杞、南岭栲和香花崖

豆藤（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ｄｉｅｌｓｉａｎａ Ｈａｒｍｓ） ７ 种。 对林隙有强烈

正更新响应的种类有丝栗栲、光叶石楠、弯蒴杜鹃和

黄瑞木〔Ａｄｉｎａｎｄｒａ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ｉ （Ｈｏｏｋ． ｅｔ Ａｒｎ．） Ｂｅｎｔｈ． ｅｔ
Ｈｏｏｋ． ｆ． ｅｘ Ｈａｎｃｅ〕４ 种；对林隙有强烈负更新响应的

种类有中华杜英、狗骨柴、老鼠刺（ Ｉｔ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ｏｏｋ．
ｅｔ Ａｒｎ．）和菝葜（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ｎｎ．）４ 种。

表 ３　 福建省闽粤栲天然林林隙和非林隙灌木层主要种类的数量特征１）

Ｔａｂｌｅ 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ｇａｐ ａｎｄ ｎｏｎ⁃ｇａｐ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Ａ ／ ％ ＲＦ ／ ％ ＲＤ ／ ％ ＩＶ ／ ％

林隙
Ｇａｐ

非林隙
Ｎｏｎ⁃ｇａｐ

林隙
Ｇａｐ

非林隙
Ｎｏｎ⁃ｇａｐ

林隙
Ｇａｐ

非林隙
Ｎｏｎ⁃ｇａｐ

林隙
Ｇａｐ

非林隙
Ｎｏｎ⁃ｇａｐ

Ｏｇ Ｏｎｇ Ｏｇ－Ｏｎｇ

闽粤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 １３ ３５ １６ ７２ ９ ５０ １３ ０７ ８ ２７ １６ ４１ １０ ３７ １５ ４０ １ １ ０
黄毛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ｈｒｙｓｏｔｒｉｃｈａ ６ ９５ ４ １０ ３ ９１ ５ ０３ １３ ０１ ３ ７１ ７ ９６ ４ ２８ ２ ７ －５
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８ ６５ ８ ５３ ４ ７５ ６ ０３ ４ ５７ ７ ８８ ５ ９９ ７ ４８ ３ ４ －１
丝栗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４ ８９ ２ ３９ ５ ３１ ３ ０２ ６ ３４ １ ６７ ５ ５１ ２ ３６ ４ １５ －１１
花榈木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４ ７０ ６ ４８ ５ ０３ ６ ０３ ６ ６５ ７ ４６ ５ ４６ ６ ６６ ５ ５ ０
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４ ８９ ７ ５１ ５ ５９ ８ ０４ ３ ４１ ７ ２４ ４ ６３ ７ ６０ ６ ３ ３
光叶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ｇｌａｂｒａ ３ ２０ １ ３７ ３ ９１ ２ ０１ ６ ４０ １ ６３ ４ ５０ １ ６７ ７ １９ －１２
弯蒴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ｅｎｒｙｉ ４ ３２ ０ ６８ ２ ５１ １ ０１ ５ ９４ ０ ５２ ４ ２６ ０ ７４ ８ ２８ －２０
赤楠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２ ８２ ３ ７５ ２ ７９ ３ ０２ ４ ５９ ２ ００ ３ ４０ ２ ９２ ９ ９ ０
米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３ ３８ ９ ２２ ３ ６３ ７ ０４ １ ８６ １４ ３４ ２ ９６ １０ ２０ １０ ２ ８
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ｕｍｕｎｔｉａ ２ ０７ — ２ ７９ — ３ ７６ — ２ ８８ — １１ — —
黄瑞木 Ａｄｉｎａｎｄｒａ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ｉ ３ ２０ ０ ３４ １ ９６ ０ ５０ ２ ４４ １ １２ ２ ５３ ０ ６６ １２ ２９ －１７
尖叶水丝梨 Ｓｙｃｏｐｓｉｓ ｄｕｎｎｉｉ ２ ０７ — ３ ０７ — １ ５２ — ２ ２２ — １３ — —
山黄皮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ｅｘｃａｖａｔａ ２ ０７ ４ ７８ １ ９６ ６ ５３ １ ９０ ４ ２８ １ ９７ ５ ２０ １４ ６ ８
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１ ８８ ３ ０７ ２ ５１ ３ ５２ １ ２７ ２ １６ １ ８９ ２ ９２ １５ １０ ５
重阳木 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 １ ６９ — ２ ２３ — １ ６９ — １ ８７ — １６ — —
野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ｓｋｉｎｎｅｒｉａｎａ １ ３２ — １ ９６ — １ ８９ — １ ７２ — １７ — —
沿海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２ ０７ ３ ０７ ２ ２３ ４ ０２ ０ ６７ １ ４３ １ ６６ ２ ８４ １８ １１ ７
少叶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ｆｅｎｚｌｉｉ １ ５０ ２ ７３ ２ ２３ １ ５１ ０ ７８ ３ １４ １ ５１ ２ ４６ １９ １４ ５
竹柏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ａｇｉ １ １３ — １ ４０ — １ ９５ — １ ４９ — ２０ — —
中华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 ９４ ２ ７３ ０ ８４ ２ ０１ １ ６２ ５ ５８ １ １３ ３ ４４ ２９ ８ ２１
罗浮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ｂｅｒｉ — ２ ０５ — ２ ５１ — ３ ６１ — ２ ７２ — １２ —
南岭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ｏｒｄｉｉ １ １３ ２ ０５ １ ６８ ３ ０２ １ ２７ ２ ６３ １ ３６ ２ ５６ ２３ １３ １０
狗骨柴 Ｄｉｐｌｏｓｐｏｒａ ｄｕｂｉａ ０ １９ ２ ０５ ０ ２８ １ ５１ ０ ０５ ２ ８１ ０ １７ ２ １２ ５６ １６ ４０
老鼠刺 Ｉｔ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 ３８ ２ ７３ ０ ２８ ２ ５１ ０ １６ １ ０９ ０ ２７ ２ １１ ５０ １７ ３３
香花崖豆藤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ｄｉｅｌｓｉａｎａ １ １３ ２ ０５ １ ６８ ２ ０１ ０ ９０ １ ８６ １ ２３ １ ９７ ２６ １８ ８
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 ０ ５６ １ ７１ ０ ８４ ２ ０１ ０ １６ ０ ５０ ０ ５２ １ ４１ ３８ ２０ １８

　 １）ＲＡ： 相对多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ＲＦ： 相对频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Ｄ： 相对显著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Ｖ：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ｇ： 林隙
中的重要值位序 Ｒａｎｋ ｏｆ ＩＶ ｉｎ ｇａｐ； Ｏｎｇ： 非林隙中的重要值位序 Ｒａｎｋ ｏｆ ＩＶ ｉｎ ｎｏｎ⁃ｇａｐ． —： 不存在该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２ ３　 林隙和非林隙中灌草层主要种类的数量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福建省闽粤栲天然林林隙和非林

隙的灌草层分别有 ７２ 和 ４９ 种植物，共同出现在林隙

和非林隙的灌草层植物有 ３７ 种。 林隙灌草层中大多

数种类的密度明显高于非林隙灌草层，林隙灌草层中

各种类的总密度为 １２ ４１６ ６７ ｈｍ－２，而非林隙灌草层

中各种类的总密度为 ８ ５８３ ３３ ｈｍ－２；林隙灌草层中

大多数种类的平均高度高于非林隙灌草层，林隙灌草

层中各种类的平均高度均值为 ０ ３０ ｍ，而非林隙灌

草层中各种类的平均高度均值为 ０ １８ ｍ，林隙灌草

层各种类的总密度和平均高度均值明显高于非林隙

灌草层。 其中，在林隙和非林隙中密度居前 ２０ 位的

植物数量特征见表 ４。
由表 ４ 可以看出：从各种类的密度看，闽粤栲、木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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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香花崖豆藤、丝栗栲和沿海紫金牛等种类为林隙

和非林隙灌草层的优势种类，其中，闽粤栲的密度在

林隙和非林隙灌草层中均最大，分别为 ３ ７９１ ６７ 和

２ １５６ ２５ ｈｍ－２，其在林隙和非林隙中的高度分别为

０ ３１ 和 ０ ３２ ｍ。 仅在林隙灌草层出现的种类有老鼠

矢（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ｓ Ｂｒａｎｄ）、野含笑、尖叶水丝梨和

拟赤杨〔Ａｌ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Ｈｅｍｓｌ．） Ｍａｋｉｎｏ〕 ４ 种；
仅在非林隙灌草层出现的种类有草珊瑚〔 Ｓａｒｃａｎｄｒａ
ｇｌａｂｒａ （Ｔｈｕｎｂ．） Ｎａｋａｉ〕和罗浮栲 ２ 种。

表 ４　 福建省闽粤栲天然林林隙和非林隙灌草层主要种类的数量特征１）

Ｔａｂｌｅ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ｒｕｂ⁃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ｇａｐ ａｎｄ ｎｏｎ⁃ｇａｐ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密度 ／ ｈｍ－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

林隙 Ｇａｐ 非林隙 Ｎｏｎ⁃ｇａｐ
Ｒ２）

平均高度 ／ 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林隙 Ｇａｐ 非林隙 Ｎｏｎ⁃ｇａｐ

闽粤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 ３ ７９１ ６７ ２ １５６ ２５ １ ７６ ０ ３１ ０ ３２
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９２７ ０８ ５００ ００ １ ８５ ０ ３６ ０ ５１
香花崖豆藤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ｄｉｅｌｓｉａｎａ ６１４ ５８ １０６２ ５０ ０ ５８ ０ ２３ ０ ２２
丝栗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５９３ ７５ ６６６ ６７ ０ ８９ ０ ４４ ０ ３８
沿海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５５２ ０８ ７８１ ２５ ０ ７１ ０ ３８ ０ ３１
黄毛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ｈｒｙｓｏｔｒｉｃｈａ ５１０ ４２ ３２２ ９２ １ ５８ ０ ４９ ０ ４４
网脉酸藤子 Ｅｍｂｅｌｉａ ｒｕｄｉｓ ４２７ ０８ １０４ １７ ４ １０ ０ ４６ ０ ２７
老鼠刺 Ｉｔ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５４ １７ ４４７ ９２ ０ ７９ ０ ３２ ０ ３５
花榈木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３０２ ０８ １１４ ５８ ２ ６４ ０ ５０ ０ ３９
老鼠矢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ｓ ２９１ ６７ — — ０ ２８ —
山黄皮 Ｍｉｌｉｕｓ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８１ ２５ １７７ ０８ １ ５９ ０ ３９ ０ ５３
野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ｓｋｉｎｎｅｒｉａｎａ ２５０ ００ — — ０ ２３ —
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 ２３９ ５８ ２１８ ７５ １ １０ ０ ４２ ０ ３８
尖叶水丝梨 Ｓｙｃｏｐｓｉｓ ｄｕｎｎｉｉ １９７ ９２ — — ０ ４３ —
黄瑞木 Ａｄｉｎａｎｄｒａ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ｉ １８７ ５０ ８３ ３３ ２ ２５ ０ ６３ ０ ６０
米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１８７ ５０ ２０８ ３３ ０ ９０ ０ ３０ ０ ５１
矩叶鼠刺 Ｉｔｅａ ｏｂｌｏｎｇａ １４５ ８３ ３１ ２５ ４ ６７ ０ ４７ ０ １７
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１４５ ８３ ８３ ３３ １ ７５ ０ ５４ ０ ６６
中华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３５ ４２ １０ ４２ １３ ００ ０ ３５ ０ ３０
拟赤杨 Ａｌ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１２５ ００ — — ０ ３３ —
草珊瑚 Ｓａｒｃａｎｄｒａ ｇｌａｂｒａ — １７７ ０８ — — ０ ２５
狗骨柴 Ｄｉｐｌｏｓｐｏｒａ ｄｕｂｉａ ５２ ０８ １５６ ２５ ０ ３３ ０ ４７ ０ ２９
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１２５ ００ １１４ ５８ １ ０９ ０ ４９ ０ ４２
罗浮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ｂｅｒｉ — ９３ ７５ — — ０ ３２
木姜叶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ｉｔｓｅｉｆｏｌｉｕｓ ７２ ９２ ９３ ７５ ０ ７８ ０ ３９ ０ ３４
少叶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ｆｅｎｚｌｉｉ １１４ ５８ ９３ ７５ １ ２２ ０ ４７ ０ ５９

　 １）—： 不存在该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２）Ｒ： 林隙与非林隙中同一种类密度的比值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ａｐ ｔｏ ｎｏｎ⁃ｇａｐ．

２ ４　 林隙面积对林隙乔木层主要树种更新规律的

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林隙更新与干扰特征，选择在福

建省闽粤栲天然林林隙中重要值排名前 ６ 位的乔木

层树种进行平均更新密度分析，结果见表 ５。
由表 ５ 可以看出：在不同面积的林隙中 ６ 个主要

乔木层树种的平均更新密度差异较大，其中，闽粤栲

的平均更新密度总体上随林隙面积扩大而提高，在林

隙面积为 １５０ ～ ２００ ｍ２ 时其平均更新密度最大。 而

米槠、木荷、青冈、黄毛润楠和丝栗栲的平均更新密度

则随林隙面积扩大而波动，其中，在林隙面积为 ５０ ～
１００ ｍ２ 时米槠、木荷、黄毛润楠和丝栗栲 ４ 个树种的

平均更新密度总体上最小；在林隙面积为 １００ ～ １５０
ｍ２ 时米槠、木荷、青冈和黄毛润楠 ４ 个树种的平均更

新密度均最大。 另外，在非林隙中，仅米槠的平均更

新密度大于面积 ５０ ～ １００ 和 １５０ ～ ２００ ｍ２ 的林隙，其
他树种的平均更新密度均小于林隙。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６ 个乔木层树种的平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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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福建省闽粤栲天然林林隙和非林隙中 ６ 个主要乔木层树种的平均更新密度比较１）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ｘ ｍａｉｎ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ｇａｐ ａｎｄ ｎｏｎ⁃ｇａｐ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在非林隙中的平均更新密度 ／ ｈｍ－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ｎ⁃ｇａｐ

在不同面积（Ａ）林隙中的平均更新密度 ／ ｈｍ－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ｇａｐ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Ａ）

Ⅰ Ⅱ Ⅲ Ⅳ

闽粤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 ２ １８３ ３３ ４ ４１６ ６７ ４ ５８３ ３３ ４ ５４１ ６７ ４ ９５８ ３３
米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４４１ ６７ ５２０ ８３ ３３３ ３３ ７０８ ３３ ３７５ ００
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６７５ ００ １ ２５０ ００ ８３３ ３３ １ ７５０ ００ １ ３７５ ００
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１７５ ００ ２００ ００ ２０８ ３３ ３３３ ３３ ２０８ ３３
黄毛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ｈｒｙｓｏｔｒｉｃｈａ ３５８ ３３ ７５０ ００ ５４１ ６７ １ ４１６ ６７ ８７５ ００
丝栗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６２５ ００ ９５８ ３３ ７５０ ００ １ ０４１ ６７ １ ０８３ ３３

　 １）Ⅰ： Ａ＜５０ ｍ２； Ⅱ： ５０ ｍ２≤Ａ＜１００ ｍ２； Ⅲ： １００ ｍ２≤Ａ＜１５０ ｍ２； Ⅳ： １５０ ｍ２≤Ａ＜２００ ｍ２ ．

均更新密度在不同面积林隙间无显著差异 （ Ｐ ＝
０ ８６７），说明林隙面积对乔木层树种的更新密度无

明显影响。

３　 讨论和结论

从福建省闽粤栲天然林林隙和非林隙中主要种

类的重要值差异看，无论是在林隙和非林隙间，还是

在乔木层、灌木层和灌草层等不同林层间，其主要优

势种类均较为相似，重要值居前的种类均为闽粤栲和

木荷等，其中，闽粤栲的重要值均位居第一，而其他种

类在林隙更新发育过程中的重要值位序均有所变动。
在林隙中，闽粤栲占优势，说明该种是典型的林隙更

新树种；而在非林隙中，闽粤栲占主导地位，说明该种

是群落的建群种。 从林隙到林冠的发育过程中，闽粤

栲始终处于该天然林群落的优势地位。
研究结果表明：闽粤栲天然林的主要优势种类

（如闽粤栲和木荷等）对林隙更新响应不明显，尤其

是建群种闽粤栲在林隙和非林隙的不同林层中均占

据优势；而对林隙更新响应较明显的树种则表现出较

为剧烈的变化，仅有少量种类（如黄毛润楠和丝栗栲

等）能进入乔木层，这一规律与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

阔叶林［５］以及福建万木林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１９］的

林隙更新规律基本一致。 闽粤栲天然林林隙灌草层

中大部分种类的密度和平均高度明显高于非林隙，与
幼苗受周围微环境的影响有关；非林隙中的幼苗由于

受到林冠遮蔽，光照等条件远不如林隙，大多数幼苗

处于缓慢生长状态；而林隙微环境对幼苗生长有利，
幼苗生长较快。 该研究结论与福建万木林中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林隙［１９］ 不同，其原因可能是本次调查的

闽粤栲天然林林隙年龄较后者大，多数林隙已存在

１０ ａ 以上，其中的幼树树龄均较大且株高已超过灌木

高度，可获取更多的光照和水分等。
刘金福等［２１］认为，不同树种在林隙和非林隙中

的优势地位不同，同一树种在林隙和非林隙中的优势

地位亦不同，表现出对林隙更新响应的差异。 在闽粤

栲天然林中，各主要树种对不同面积林隙的更新响应

不同，在面积 １５０～２００ ｍ２ 的林隙中闽粤栲和丝栗栲

的平均更新密度均最大，而在面积 １００ ～ １５０ ｍ２ 的林

隙中米槠、木荷、青冈和黄毛润楠 ４ 个树种的平均更

新密度均最大，其原因主要为：当林隙面积小于 １００
ｍ２ 时，林隙中光照和水分等环境条件受周围林冠的

影响较大，各树种的幼树数量相对较少；随林隙面积

增大，各树种受非林隙大树的干扰逐渐减小，其更新

环境条件得以改善，密度开始增加，但随林隙面积的

进一步增大，林隙内的环境条件更为优越，林隙中的

灌木和草本大量生长并快速占领林隙内的地表空间，
从而对林隙中乔木幼树的更新产生抑制作用，导致乔

木树种的更新密度减少。 本研究中，在面积１５０～ ２００
ｍ２ 的林隙中闽粤栲和丝栗栲的平均更新密度最大，
这可能与二者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对灌木和草本的竞

争力较强有关。 本次调查的最大林隙面积均未超过

２００ ｍ２，超过此面积后闽粤栲和丝栗栲的平均更新密

度是否也增大，还需要在更大的林隙空间中进行更加

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在闽北闽粤栲天然林更新演替过程

中，在林隙形成初期，灌木的快速生长抑制了乔木树

种的更新与幼苗的生长，但随着林隙形成时间的推

移，林隙内乔木幼树的生长逐步超过灌木并开始占据

林隙空间，在此过程中，对林隙更新响应不明显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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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如闽粤栲和木荷等）表现出竞争优势，逐步占据

各林层直至形成主林层；而对林隙更新响应明显的树

种则竞争激烈，仅有少量重要值居前的树种（如黄毛

润楠、丝栗栲和米槠等）在竞争中占据优势而成为优

势树种，而更多的次要树种则在此过程中被淘汰。 不

同种类在各林层中的重要值和更新响应规律不同，而
当上层林木生长发育至过熟并衰老时，新的林隙重新

形成，并进入林隙的再次演替和更新的循环。
目前，对闽粤栲天然林林隙形成过程中生态环境

变化规律以及林隙中各种类生物学特性变化等方面

的研究不足，因此，本文对闽粤栲天然林林隙物种更

新响应的机制分析尚缺乏足够的论据，后续将根据不

同种类的生物学特性并结合林隙生态环境的变化规

律，对林隙内各种类间的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等方面进

行综合研究与分析，以深入了解闽粤栲天然林各种类

的共存与多样性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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